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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方静老师

八年级开始的那个学期，我的数学成绩出

现了很大的波动。我害怕在老师的眼里看到失

望。那天课后，她把我叫到一边，给我半颗石榴，

她说，是我们学校的石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

注意过学校的石榴树。方老师又说：“相信自己

会开花结果，不要着急自己的花期，不管任何时

候，都不要停止生长。”温柔的话语，信任的眼神，

仿佛一只无形的手，一下抹去了我心头的阴霾。

方老师对同学们的爱，润物细无声。有同

学突遇家庭变故，方老师从她未完成的家庭作

业中发现了问题，并将她带到身边，带她吃饭、

做作业，双休日还带着她去逛书城、博物馆、公

园。毕业典礼那天，这名同学拉着方老师的胳

膊说：“多希望你是我的妈妈啊！”

方老师的办公桌上贴满纸条，都是同学们

送给她的祝福。我想说：老师你听，每一朵花

开，都是爱你的声音。

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九（2）班 乔谦语

谢谢你，老师！
让我拥有爱的原动力

致：杨浦区延吉幼儿园
许琴老师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个最美、最好的老

师，是她，让我看到了老师最温暖的模样。她，

就是延吉幼儿园的许琴老师。

小时候，我眼里的许老师总是蹲着的。她

蹲下身和我们亲密互动、倾听我们的心声；她蹲

下身和我们一起看世界，共赴“一米高度”的美

好。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许老师，你总是蹲着，

不累吗？”她笑着回答：“不累。蹲下来，我就变成和

你们一样高的‘小小许老师’了，能更好地做你们的

好朋友呢。”哦，蹲下来，是许老师对小朋友们的亲

近与尊重，是俯身低处的润泽。许老师就是这

样，轻轻蹲下，用温暖作伴，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

里与我们“同行”，用师爱呵护着美好的童年。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预备（7）班 杨开欣

谢谢你，老师！
让我的精神丰盈而有力

致：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贾淑品教授

贾老师生于    年，和我们的父母年纪相

仿。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哪位同学遇到贾老师，

她都会笑容满面地与同学打招呼。马院学子们

给她起了一个温暖的昵称——“贾母”。

一次由于学业压力过大我失眠了，随手发

了一条朋友圈，贾老师看到后立即在评论区关

心安慰我。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第二天，

“贾母”在班级微信群里给我们上了专题心理

辅导课，叮嘱我们论文写作和身心健康发展要

综合协调，劳逸结合。“贾母”科研成果丰硕，

但她依然笔耕不辍。无论是她自己所带的学

生，还是院里其他同学，只要找到她评阅修改

论文，她从不拒绝，一视同仁。贾老师修改学

生的论文，都会批注得密密麻麻，从观点推敲

到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和脚注格式都有她修

改的痕迹。经她的言传身教，同学们科研水平

日益提升并开花结果，部分同学的论文已在

     刊物发表。

上海师范大学2022级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 杨芃

谢谢你，老师！
让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让我看见课本外的世界
谢谢你，老师！让我热爱自然

致：宝山区鹿鸣学校 刘真君老师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女老师为
我们上自然课。她“自然名”叫土豆。我们就
叫她土豆老师。土豆老师并不按照课本上课，
而是带我们认识各种各样自然创造的伟大作

品：她带我们去看墙头打盹儿的鸟是什么样
子；带我们去看校园里迎光怒放的花儿；带我
们去看操场边无人在意的灌木丛上落着的甲
虫；带我们看那刚破茧的蝴蝶回归蓝天的那一
幕……土豆老师常常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组织
我们去做自然探索活动，我们晚上看星星，早

上看鸟，透过这些活动，天地万物都与我们似
乎更近了一些。

虽然现在她不教我们了，但这一切并没有
在我心中散去，而是默默刻在了记忆深处。在
明亮的夜晚，我总是往天上看，看那颗最亮的星
星，金星在那里，猎户座上的三颗星在那里，参
宿四在那里，天鹅座又在那里……而那些美好
的回忆也在星星上打转，似乎在告诉我，有许多
值得我记住的故事。而引领这一切的，是土豆
老师。 洋泾菊园实验学校六年级 周灿然

谢谢你，老师！让我看见了青春的模样

致：延安中学 黄华老师

在健美操队，我们喜欢叫黄老师“黄兄”。
我没有半点基础，进队又最晚，她常对我开玩
笑：“你啊，硬得跟铁板一样。”我很清楚，“黄兄”

这是揶揄，也是在表达对我的不满意。她年轻时
是高水平运动员，对我们要求很严，眼光很毒，但
是却很注意我们的面子。好强的我自然咽不下
这口气，下训后一遍遍练习基本步伐。这自然瞒
不过“黄兄”的眼：“毕竟不是专业跳竞技的，我知

道你平时很努力，但是也要注意自己课内的学业
哇！”“黄兄”乐意和我们分享快乐。每当队里
有伙伴过生日，蛋糕少不了的。人多，蛋糕也
大，放在瑜伽砖上，熄了灯，点起蜡烛就是场生
日派对。常常觉得，尽管已经带队二十余载，
但“黄兄”是我们的同龄人。对我们而言，青春
是操房里顺着脸颊流下的汗水，青春是手捧冠
军奖杯喜极而泣的泪水，青春是再苦再累，有
人陪你。谢谢你！“黄兄”。 延安中学 季秋辰

谢谢你，老师！让我感受到光的温度

致：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王悦老师

我有一位好老师，他有整齐的发型，黝黑
的皮肤，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身体，他是我的
体育老师兼足球教练——王悦老师。

他总对我们说，“做好人是第一位的”。
王老师经常会邀请他的教练来看我们训练

和比赛。他会给老教练准备好椅子，为老教
练端茶倒水。每次出去比赛结束，王教练也
让所有队员感谢爸爸妈妈。他说，一个不懂
得感恩父母、不懂得尊重师长的人，是做不
了好人的。

每天放学后下午四点到六点半训练，不
管是周末、节假日还是寒暑假，无论刮风下

雨，学校操场肯定会有王老师和我们的身
影。王老师也和我们的班主任、各科任课老师
都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他对我们说，不能因为
踢足球导致作业质量或成绩下降。踢足球可
以让头脑变得更灵活，也可以促进学习的进
步。通过学习提升思考能力，又能把本领运
用在踢球上，这就是全面发展。我们记住了
他的话，“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
费力”。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二（4）班
施昱桐

谢谢你，老师！让我点燃梦想

致：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
朱凌佳老师

朱凌佳老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冰激凌”
老师。自从 岁开始，父母就将我送到了“冰激
凌”老师的门下，准备传授我朗诵的“盖世武
功”。起初，我对此并不以为然，总是拖拖拉拉，

常常迟到，作业也随性而为。上课时更是懒散不
专心。然而，直到我真正认真地听完了一节课，
我才发现，“冰激凌”老师非常幽默风趣！我开始
不再厌恶朗诵课，甚至有了一些小小的兴趣。

参加一项全国比赛前，每个夜晚，“冰激凌”
老师都会与我进行视频通话，耐心地辅导我朗诵
时的表情、动作、语气等，助我最终夺冠。然而，

在我进入中学后，面对学业压力和身边众多的强
者，我陷入低谷。虽然每周只有一堂“冰激凌”老
师的课，但她却是第一个发现我陷入困境的人。
一天，她注意到我低落的神情。课后，她耐心地
和我交谈，倾听我的心声。她没有一味安慰，而
是从她自己的经历出发，分享了她在面对困境时
是如何坚持与积极应对的。她的话语如同冰激
凌的清凉，渐渐冰释我内心的焦虑。她让我懂
得，人生就像一份甜蜜的冰激凌，需要耐心品
味，才能尝到其中的美味！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学员 樊星妤

让我也走上三尺讲台
谢谢你，老师！让我也爱上教书育人

致：嘉定二中 李伟号老师

如今，我也成了一名老师，是高中物理老
师李老师引导我走向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他幽默风趣，他的每一节物理课，都是一
次物理世界的探险之旅。

有一回，在讲热运动这一课时，李老师开

玩笑道：“以后你们不要再说‘今天真热’，可以
说‘今天分子热运动真剧烈！’”课堂一下子活跃
了起来，高中学习的劳累疲倦一下子消失殆尽。
还有一次，李老师进入教室时，竟拿了一把锤子，
边走边故作神秘地摇晃它，还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原来，当时有些同学
对于作业中“利用惯性紧固锤子”感到不解，李老

师便通过直观实物为我们演示。
一次物理课前，起立喊“老师好”时，我不

慎撞到了椅子，巨大的声响使我成为了全班的
焦点。此刻李老师立刻说道：“思考一下，为什
么一点点的力，却能把椅子撞倒？这就涉及力
学中的力矩，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他的一
句话，不仅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也瞬间化解
了我的尴尬。

谢谢您，李老师，我也想和您一样，做一名
带领学生畅游学海的领航者，做一名学生成长
的良师益友！ 上海同济黄渡小学 安天明

谢谢你，老师！让我成了你

致：上海大学 任忠鸣老师

转眼踏入工作岗位十余载，恩师任忠鸣指
导我学术生涯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任老师是
博士后合作导师。课题确定之初，由于理论深度

强，技术难度大，缺少关键设备，任老师一直鼓励
我，有时甚至与我一起通宵达旦做实验解决问
题。炎炎夏日，任老师常在实验室顶着近  ℃高
温和我一起安装调试实验装置。历时近两月，我
们自主设计研发出国内首台液态金属喷淋冷却

定向凝固装置，解决了实验难题。我传承任老
师科研报国的理念跟随老师一起科研攻关，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并获全国博士后基

金特别资助和面上项目资助，入选    年全国

百名优秀博士后。在留校任教后，承担上海大

学首个国家“两机”专项科研任务，入选上海市

“青年科技启明星”。我秉承恩师的育人报国
理念，用心培养学生，开展科研攻关，只为不负
恩师教诲。 上海大学冶金工程班 帅三三

让我望见高山

第一次见到狄老师是在上海交通大

学“博极医源”大讲坛上，他的一句话至今

令我记忆犹新——“不能让病人怕我。”

他说，医生和病人间应是平等的朋友关

系。如果医生特别严肃，每次病人去看门

诊前都特别紧张，如何能坦诚交流呢？

跟了狄老师门诊之后，我才发现

狄老师那么受病人信赖和喜爱的秘

密。为了打消病人的陌生感，看病前，

他都会与其闲谈几句。看似闲谈，其

实是为了了解病人的生活习惯、心理

状态，从而更好地判断病情。一般一

上午看  个左右的病人，上午  点半

之前都能看完。但狄老师每次都要从

早上 点看到下午 点多，实在饿了只

能在诊室吃两片饼干充饥。

一次，一名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孕

妇来看病，我却始终没在电脑上找到

她的挂号信息。一旁的师姐告诉我，这

是个老病人了，需要定期检查调整治

疗方案。考虑到她的经济情况，狄老

师便总是让她挂个普通门诊的号来特

需看诊。

狄老师是出了名的“夜猫子”，

总是在凌晨 点以后回复我们邮件，

尽管我们心知他只有这个时间才能

真正空下来，但也为狄老师对于学生

的这份细致感到“压力山大”。我毕

业答辩前夕，周边的同学还在修改幻

灯片反复演练时，狄老师发了条微信

给我：答辩时放松心情，不要紧张，早

些休息！虽然短短几句，却让原本内

心的不安得以放松。催学生快快快

的导师，稀松寻常；劝学生慢下来的

导师，独此一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包州州

谢谢你，老师！让我心中有爱

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狄文老师

十年来，在老师门下我从医学生
到基地轮转医生，再到    年成为华
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在我心中，张老师
早已如亲人长辈一般。他对待学生的
严厉，远近闻名；但对学生的“好”，也
是有目共睹。

老师  岁时方开始科研启蒙，师

从闻玉梅院士两年余，后回到临床工
作。他常以自身为例，告诉我们只要认
真做科研，什么时候都不晚。他常利用
休息时间到实验室培养细胞、做   ，
点滴累积。这给我之类无科研基础的
学生以莫大的鼓舞。

对待科研，老师的细致严谨、精益
求精，让我一生受益、敬佩。    年，
我刚入科学习不久，我所做的临床课题
有一些发现，再结合我们课题组之前的

研究结果，可能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老师便对我说：“太好了，发红！这完全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明年的国
家自然项目就写这个！你先整理一下
思路。”我当时毫无经验，怕不能胜任。
老师只说：“没关系，我带着你写！”我们
常利用周末的时间，叫上师兄师姐，一
起坐在会议室，一句句阅读修改。段与
段的逻辑，句与句的衔接，一改就是一
整天。改完老师总是很满意地说：“看

吧，改完是不是好多了，简直改头换面
了！”有时，头一天晚上十点多“交卷”
了，第二天，老师重新发给我一个版本，
说：“昨天晚上睡到三点多，起来吃了一
碗面，我又看了一遍，还有一些小问
题。”我顿时语塞，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感染科的发展，老师似乎比
十年前更加忙碌，休息的时间更少。
只是近来他偏头痛发作的次数更加频
繁，他劳累后神经性皮炎的发作更加
严重，他却始终未停下作为医生、老
师、科研者的脚步。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07级临床医

学八年制 李发红

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 张继明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坚定了未来的方向

感谢龚老师，让我真正懂得“奉献”
对于一名医生的意义。在龚老师的带
领下，“健康行走”这个科普项目已经走

过  载，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上海这座大
都市，还开始走向全国，走到了云南边
境。在那里，我们团队面临了更为艰难
的条件，但龚老师依然坚持不懈地引领
团队推广健康知识，为当地居民提供保
健服务，为大众科普疾病的防治，将简易

自我推拿技术和推拿功法传授给当地
人，帮助他们缓解病痛，改善生活质量。

在一次科普讲座中，龚老师偶遇了
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太太。这位老人因
为膝盖的问题无法行走，只能用小板凳
支撑着前进。在她得知讲座已经结束

后，老人的失望溢于言表。然而，龚老
师并没有置之不理，他立即检查了老人
的膝盖，主动送老人回家并提供简单的
治疗。尽管光靠推拿可能无法根治她
膝关节的病痛，但龚老师对她的关心和
专业建议，还是让老人激动不已。只可
惜老人家的膝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机。龚老师告诉我们，科普的意义，就
是不让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上海中医药大学 杨成浩

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 龚利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懂得了奉献

谈起数学，很多人会联想到深奥

莫测的理论和难以理解的公式，好像
数学是用神秘的符号和枯燥的数字
堆砌起来的。但“高数男神”胡洪江
老师总会用生动的例子、幽默的语言

来讲解高代，展现数学独特魅力。他
的课堂上既有刘徽的割圆术，又有新
冠病毒传播的数学模型，还能从丝绸
之路的发展引到算式方程、几何图

形、三角函数等，又能分析中美两国
防治新冠病毒的数据。胡老师用他的
博学让一筹莫展的我们感受到数学之
美，蕴于生活处处；数学魅力，源于又
突破于课本。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数
学奥秘之门，带领我们穿梭在数学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努力向未来探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22111班 陈雄梅

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胡洪江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业精于“数”，笃行于“学”

徐伟老师曾经在外企工作。但
是，听说母校急缺一名有焊接现场工作

经验的实训指导教师，他辞去了人们眼
中的“好工作”。他带领一届又一届的
学生参加各类大赛，“拿奖拿到手软”。
他总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只字
不提他因为带教而被机器烫伤、灼伤。

但是他却说“做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到
最好”。课上徐伟老师细心教导我们，
不厌其烦手把手带我们进行操作，带领
我们认真分析焊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逐个攻克难关；课后一有空余时间，他

就埋头在铣床前钻研摸索，精益求精地
做好每一道加工程序和操作步骤。我
们放寒暑假，他就去企业学习，再把所
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在今年的
“振兴杯”全国青年技能大赛铣工项目
中，他获得铜牌和“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他的兢兢业业不断激励着我们，
他的榜样精神给了我们坚实的力量。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220802班 卢家祥

致：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徐伟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感受到榜样的力量

进入实验室后，我逐渐发现科研
和生活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顺利。非

常庆幸有您一步步指导我，教我如何
进行科研和思考问题。我们经常加班
到深夜，在B   挑灯夜战，寻找解决
方案。我真切地感受您为学生着想的
用心。步入研究生阶段后，我遇到了

瓶颈。曾引以为傲的能力如今却成了
限制我前进的短板。幸运的是，您总
在背后默默支持和鼓励我。您为我打
开新的思路和视角，帮我分析问题的关
键和难点。您不仅肯定我的能力，也指

引我应该在哪个方向上做出更多的努
力，让我成为一个更加有用的人。在您
的带领下，我开始审视不足和缺陷，尝
试从中找到突破口。您还引导我追求
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提高综合素养，您
不仅希望我有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我为
学校和社会作更多贡献。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22

级生研1班 胡方正

致：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
命学院 孙大川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伯乐

谢谢你，老师！让我爱上中国

致：上海商学院 殷开宇老师

我是一名来自斯里兰卡的留学生。初来乍

到，有说不清楚的担心，害怕语言不过关，听不懂

老师讲课，跟不上学习进度，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学

生，无法交流，不会社交……作为留学生班主任，

殷开宇老师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每一个离家在

外的游子。您有高高的个子，可是您却从不俯视

我们，您总是微笑着俯身与我们交流。

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您用流利而

标准的英语深入浅出地解读晦涩难懂的专业术

语。您带我们一起参观佘山洲际酒店、和平饭店

等地，亲身感受现代化酒店管理及企业文化，还

风趣幽默地向我们介绍中国的饮食、习俗和传统

文化，鼓励我们和酒店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老师还

有同学交流。让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对

“一带一路”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

您治愈了我的心灵，也让我有了想去更多了

解中国的想法。未来，我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更

好地服务我的国家，也能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文

化使者，架起中斯沟通的桥梁。

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2021留学生班 易玛莎

不久之前，常老师被央视《开讲
啦》栏目邀请作为开讲嘉宾。节目播
出当日，各位同门和我一样激动地守
在屏幕前，等待常老师的出现。尽管
这些常老师在节目中所讲述的建筑

史知识、个人经历和设计实践项目我
们已经烂熟于心，但再听一遍还是十
分感动！节目接近尾声，现场的年轻
人通过小纸条提问：您会怎样说服年
轻人去追随您的身影？常老师的答
案是：“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责任不
一样，对这个领域真正感兴趣、愿意
投入自己才情的年轻人不需要去说

服。任何行业只要做了选择就要坚
持下去。”

常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对历史建
筑真正感兴趣并且一直在这一领域
坚持耕耘的人，他这份单纯的热爱时
刻感染并激励着我辈同道中人。

犹记在我的一次调研汇报中，常
老师盯着照片中一座精美古雅的门

楼仔细看了很久；当得知这是明代遗
构时，他的眼中更是闪出了一丝惊喜
的光亮，这种喜爱如孩童般纯粹。时
至今日，常老师还是以一种探索者、
学习者的心态去走访和研究中国传
统建筑，在进行设计实践时也对历史
环境满怀敬意、谨慎非常——这是对
待热爱之物时由心而发的一种责任
感。这种孩童般的真挚与单纯，这种
力量激励着一代代同道中人投入这
一伟大的事业。
同济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 杨尚璇

致：同济大学
常青老师

谢谢你，老师！让我明白了热爱的力量
﹃
我
心
目
中
的
好
老
师
﹄
征
文
选
登

让我享受
被“宠爱”的感觉


